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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时代文艺研究的新收获 !

000评欧阳友权(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)

杨向荣$王园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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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摘#要%欧阳友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所著(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)一书$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文艺现象进行了极为深入

的探讨和分析$充盈着对数字化语境中文艺转型的反思和洞见$视野宏阔$学理深刻$对于网络时代文艺研究的发展具有高

度的指导意义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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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欧阳友权教授的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($于

%&!! 年 $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出版$该著

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!%&&D 年批准立项$项目批准

号%&D\L̂ &&!"的结题成果$该成果在 %&&C 年被国

家社科规划办评定为优秀等级 !证书编号%

%&&C&'B&"* 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(是欧阳友权

教授的又一呕心力作$不仅是作者的最新研究成

果$也是作者十年来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总结#不

仅富于思辨性的学理深度$也不乏跨学科的广阔视

野#不仅是对传统文艺研究的拓展和超越$也是对

新媒体文艺现象的解释和指导#不仅充盈着对数字

化语境中文艺转型的反思和洞见$也满载着试图建

构数字化文艺基本理论的良好愿望* 这部著作终

将被证明是一部既富于奠基性$也富于开创性的理

论专著*

##一#忧患-责任

忧患意识和责任承担是一个优秀理论家的优

良品质* 孟子曰-生于忧患$死于安乐. !'孟子5

告子下("$范仲淹说-先天下之忧而忧$后天下之

乐而乐.!'岳阳楼记("$都是说要具有一种忧患意

识$继而承担起一定的责任* 自古以来$忧患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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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我国文艺研究的优良传统$一以贯之* 中国古

代有-文以载道.之说影响深远$近现代王国维)梁

启超)鲁迅)钱钟书甚至毛泽东等的文艺思想也都

是深具忧患意识的$虽然这种忧患有的是立足纯学

术或文化交锋$有的是立足社会政治或时代发展$

但学术研究如果缺少了忧患意识$缺少了责任承

担$那么学术之路也不可能走的长远* 因为缺少了

忧患意识$就很难看清现实问题$从而无从承担起

理论责任#缺少了忧患意识也很可能导致丧失直面

问题的勇气$而陷入亦步亦趋的窠臼*

欧阳友权教授是位颇具忧患意识的文艺理论

家$他不仅勇于直面新出现的文艺现象$还能敏锐

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* 在网络文学刚刚兴起之

时他就投身其研究#在众多理论家对网络文学投以

鄙夷和不屑的目光的时候$他又能够长期坚守#在

网络文学呈现出乌龙混杂的现状面前他一边坚持

不懈地为网络文学正名$一边抱之以深切的理论关

怀* 这是何等的忧患$何等的胸怀$何等的责任啊6

改革开放后$西方理论的大量引进$霎时间让

中国理论界一片沸腾$当大家还在为文艺与政治的

关系纠缠不清的时候$转眼到了 %& 世纪 C& 年代$

网络时代已经悄然而至$网络文学也开始萌芽* 理

论界一方面承袭之前的理论惯性$继续引进西方理

论$另一方面却漠视网络文学的存在* 尤其是文化

研究的兴起$更是吸引了众多的目光$大家津津乐

道的是-大众文化.的兴起)-消费时代.的到来以

及-日常生活审美化.$大家谈论最多的是-文艺学

边界的模糊.以及-经典的消解.等理论命题* 如

果深入一点来看$大家争论的是文艺学的知识建构

和范式转换问题#如果再延迟一点来看$大家喋喋

不休的是希利斯5米勒!(?0A;;AG_A;;RQ"引出的-文

学终结论.* 殊不知$在更多的人停留在问题的表

象层面打转的时候$欧阳友权教授就已经悄悄开始

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*

网络文学兴起于上世纪 C& 年代$发展速度令

人瞠目结舌* 然而由于网络文学自身面貌混杂)内

涵缺失等诸多原因$理论界对其往往采取一种视而

不见的态度* 欧阳友权教授早在 !CCC 年就开始步

入网络文学的研究领域$%&&! 年着手组建研究团

队$十余年过去$他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

开拓着文艺学的研究领域$丰富着文艺学的知识建

构* 不仅如此$他好像早已经洞察到网络文学的兴

起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存在或者文本呈现的问题$

而是网络时代的问题* 网络时代可以媲美工业革

命$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是生产力的极大进步$势

必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甚至转折* 它的到来把一切

都纳入了数字化的语境之中$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一

种必然$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存在方式)文本

形态$更是人们的思维方式$以及消费方式* 传统

的文艺学研究在网络时代必然面临着范式转换的

问题* 虽然老子有训-不敢为天下先.!'老子5德

经5六十七章("$然而欧阳友权教授却反其道而行

之$勇敢的肩负起了这份重担* 今天$当我们还在

忧心忡忡的在不同的学科之间)不同的时代之间寻

找文艺学的理论资源的时候$欧阳友权教授却早已

在文艺学领域孕育了累累硕果* 这不能不说是由

于他对学科发展)时代变迁有着高度的警觉和忧患

意识*

与此同时$需要指出的是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

转型(中还洋溢着另外一种忧患意识* 这种忧患既

表现为一种高度的理论关怀$也表现为一种深切的

人文关怀* 在聆听到欧阳友权教授为网络文学高

唱赞歌的同时$我仿佛也听到了他-知我者谓我心

忧.!'诗经5黍离("的心声* 网络时代)图像时

代)消费社会等不管如何称呼目前的时代$我们都

很明白$当前的文艺研究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困惑$

尽管说这也是很大的机遇$但是网络文学冲击传统

文学已经势在必行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%一方面是

传统文学的急剧滑坡$另一方面是网络文学的日渐

兴盛* 欧阳友权教授曾在多次采访发言中提出传

统文学要与网络文学-抱团取暖.$才能共同推进当

前的文学发展* 我想这就是一种理论关怀* 当然$

在这种理论关怀的背后是人文的关怀* 网络文学

过多的依赖技术)依赖市场势必带来文学性的丧失

和人文内涵的匮乏$这就需要有一种人文的精神灌

注其中$避免文学过度的被-格式化.或者陷入低俗

的恶性循环* 正如欧阳友权所说$网络文学就像是

文学大家族中的幼苗$需要我们去呵护$为其提供

理论支撑和引导$才能使它健康成长*

今天的文艺研究者也应该拥有以上的忧患意

识$这样才能更敏感地把握住新的理论命题$也才

能更好地担负起理论的责任* 不一定非要胸怀大

志$肩负-天下兴亡.重责$但是至少也不能对一些

文艺现象)社会现象熟视无睹$还在自己的小圈子

'K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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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自怨自艾$找不着北*

##二#融合-建构

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(全书共分为 C 章$分

别为%数字媒介与文艺语境的变迁)数字技术与文

艺存在方式)数字化文艺的文本形态)数字媒介下

的艺术主体)传媒技术下的艺术生产)数字化文艺

的价值重构)数字化时代的文艺消费)数字媒介下

的文艺学边界)新媒体文艺反思与建设* 可以看

出$作者的意图在于从学理上探讨以互联网为代表

的数字媒介对我国当代文艺转型的巨大影响$在揭

示文艺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同时建

构数字化文艺基本理论* 新颖的视角)庞大的结

构)完整的体系)宏伟的目标)学理的思辨在作者洋

洋 $& 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并不显得空泛$相反由

于作者在研究中融合了传统文艺和数字化文艺)技

术探讨和价值构建)文艺生产和文艺消费)理论探

讨和文艺现实)宏观分析和微观探讨$以及文学)哲

学)美学)传播学)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知识$最

终使得建构数字化文艺理论的目标得以圆满实现*

从最早的网络文学研究到现在的'数字媒介下

的文艺转型($可谓是欧阳友权研究一次大的提升$

也彰显出其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勃勃雄心* -数字媒

介是指以现代数字通讯和数码存储与传输技术为

基础的新型电子化媒介$主要有计算机)互联网)数

码影像)手机通信)电子播放等数字化设备设

施*.

+!,!相比于-网络媒介.$-数字媒介-更准确$

也更全面的定位了当前的文艺传播介质的改变$应

该说-数字媒介.才是可以跟-印刷媒介.平起平坐

的革命性变化* 这是一个数字为王的时代6 媒体

技术的变迁多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当前文艺的发

展* 文艺的生产)消费以及存在状态)审美思维甚

至创作方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* 在数字媒介

的影响下文艺转型成为必然*

在这一转型大背景中$作者将网络文学)互联

网艺术!网络绘画)网络戏剧)网络恶搞)博客文

学")数字影视)手机媒体艺术甚至网络游戏等都纳

入研究视野* 传统文艺也并没有遭到作者排斥$书

中曾明确指出传统文艺在借助技术改头换面成为

数字化的文艺之后所能赢得的新生和活力* 不同

的文本形态的涌现背后是技术和艺术的博弈$随着

技术的不断更新$文艺也一次次抢占滩头$这不仅

是技术推动的单方面原因$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

文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* 不同的文本形态的涌现

也是文艺主体的改变使然* 传统的-主客两分.的

艺术主体性发展成虚拟现实中的主体间性$艺术创

作的交互性)民间性也都使得文艺的面貌得以改

变* 众多不同文艺文本形态和类型的涌现也带来

了文艺消费的改变* 传统文艺研究中很少把消费

纳入研究领域$论及更多可能是接受或者欣赏* 但

在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(中$作者明确把文艺消

费纳入研究领域并加以界定$可谓一大创新* 作者

明确指出%文艺消费-不仅包括文艺阅读)欣赏等形

式的精神消费$而且包括对其物质性的内涵和价值

!如文艺产品的插图)印刷和装帧设计格式)载体形

式"的消费$既包含对艺术文本自身的消费$也包含

对相关的环境)氛围)设施)服务)品牌)声誉等的消

费*.与此同时$作者也睿智地觉察到$当以往的文

艺创作变为文艺生产$强调无功利的文艺欣赏变成

文艺消费的时候$文艺的价值内涵将变得多么重

要* 数字化文艺-娱乐至上.)-自娱以娱人.的价

值取向$很容易导致技术对艺术的排挤$工具理性

对价值理性的侵蚀* 为此$作者借用弗洛姆!3?

/Q:XX"的话指出%-是人$而不是技术$必须成为价

值的最终根源#是人的最优发展$而不是生产的最

大化$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*.

+%,%CD

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(在依次展开学理思

辨的过程中$也不断融合进其它学科的知识和方

法$既有理论支撑也有文本依据$既有技术分析也

有价值分析$既有审美反思也有哲理感悟$使得论

述开阔明朗$材料充足$真可谓洋洋大观$体大虑

周* 融合与建构在书中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*

在多学科)多种视角)多种研究方法融合基础上进

行的建构$使之显得更扎实$稳重$可信$值得认同#

也使得作者的研究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$

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是对传统文艺研究的超越和发

展$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为新媒体文艺提供了理论解

释和规范*

##三#开放-未来

正如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(题目所示$数字

媒介刚刚兴起$文艺转型正当其时* 既为新生$既

为转型$必然伴随着不稳定和阵痛* 从网络文学出

现到现在短短十余年$数字化文艺的面貌却是实实

CK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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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在的-日新月异.$网络恶搞)博客文学)短信文学

接踵而至#现在又刚刚出现微博$相信不久人们就

会提出-微博文学.的新名词* 欧阳友权教授一直

提倡要-切入文学现场$关注媒体变迁.

+B,B

$可是如

此变幻莫测的媒体变迁$理论要如何才能及时关

注4 更何况$理论本来就落后于实践$现在相对文

艺现象的日新月异$飞速发展就更容易显出理论的

滞后和乏力*

面对这样的情况$任何的理论建构既是必要

的$但也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$不然就很容易

陷入-各领风骚三五天.的境地* 在'数字媒介下

的文艺转型(一书中$我们看到欧阳友权教授试图

建构的努力卓有成效$更看到了他这种开放性的理

论态度* 正如欧阳文风教授所评价的$欧阳友权的

文学理念-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$在新兴的文

艺形式日新月异的当下$摒弃传统的文学惯例$建

立开放包容的0大文学观&已经势在必行*.

+%,!!&

从一个方面来说$当新媒体文艺现象洪波涌

起$裹挟着传统文艺一路前行$势必对人们心中固

有的-文学.观念带来冲击* 文学究竟是什么4 它

是不是一定要走远离大众的-高雅路线.4 它是不

是一定局限于印刷媒介的传播方式4 它是不是一

定是形象思维而非-比特思维.为人们接受4 等等$

这些问题均需要我们的-文学.观念保持开放性$与

时俱进* 从另一方面来说$当我们反思-十七年.或

者-文革.的文艺理论发展时$不难发现理论封闭或

一家独大的危害究竟有多达* 独白型的文艺思路

和话语如何能产生真正的文艺繁荣4 它只会让-百

花齐放$百家争鸣.的豪放口号沦为虚设* 放眼国

外$-形式主义.)-新批评.的文学研究-向内转.的

主张$也不过风行一时就成人们诟病的对象$孤立)

封闭就是自寻死路* 文艺研究虽也不能过度泛化

而至没有边界$但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却是其永葆

生机的一大法宝$毕竟今日的世界是个开放的

世界*

新媒体的兴起$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* 网络)

数字化相比工业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可谓

有过之而无不及* 现如今我们生存在-地球村.$真

的可以做到足不出户便知-天下.事* 全球化的洗

礼使得任何国家)民族的生活产生融合$交流)对话

成为众理论家的共识* 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$首

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艺转型* 文艺转型也必然

是一种全球化的文艺现象* 世纪末的-文学终结.

的恐慌)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及图像时代的提出$无

一不是一种全球性的文艺现象* 这就要求我们要

有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文艺现象$在文艺研究中

融合中西)汇通古今$吸收不同的理论资源为我所

用* 理论的生命在于开放$开放的理论才有未来*

然而$正如孙中山所说-革命尚未成功$同志仍须努

力.!孙中山 !C%B 年 !& 月为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

所作题词"$万里长征$欧阳友权教授已经迈出了艰

难的一步$未来的文艺发展势必要求新一代文艺工

作者勇于探索$善于创新$才能使文艺之树枝繁

叶茂*

总之$欧阳友权教授的'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

型(是对当前文艺研究的困惑的一种回答和对话$

对于我们探索当前文艺研究的新出路有着极大的

指导和借鉴意义* 它提醒我们要在文艺转型的阵

痛中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$在传统和现代的过渡中

要勇于开辟文艺研究新领地$在解构多于建构的理

论氛围中要重视理论建构$在全球化)新媒体的大

潮中要保持开放的姿态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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